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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汇文 体

    疫情打破了很多人的出游计划，不妨走进

电影院，或者点开上海国际电影节与百视通平
台合作的免费线上影展，来一场银幕之旅。跟着

电影，与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等地的生活相
遇，从熟悉的都市生活中解脱出来，放自己的心

灵去旅行。文化与情感交织碰撞，这场电影旅途
中，有角色与角色的相遇，也有心与心的相知。

大师风采
●《月吟》今年是意大利电影大师费德里

科·费里尼诞辰 100周年，《月吟》是费里尼的遗
作， 故事改编自博洛尼亚大学教授卡瓦佐尼的

寓言《疯子的诗》，讲述一名流浪汉与前任州长
在月光下经历的一系列疯狂冒险。

●《漂亮的塞尔吉》法国电影新浪潮“五虎
将” 之一的克劳德·夏布洛尔自编自导的处女

作。这部影片吹响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号角，也

奠定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创作模式。

●《红辣椒》曾被认为是不可能搬上荧幕
的科幻小说。 但是日本动画大师今敏就将它改

编成功了。

●《城南旧事》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获得
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国产片。

●《奏鸣曲》超人气日本电影大师北野武
打响国际影坛的第一炮， 也是他电影风格转折

点，讲述两个帮派黑吃黑的反英雄主义故事。北
野武自编自导自演。

异乡风景
●《燃情岁月》 导演爱德华·兹威克继《光

荣战役》后最知名的作品，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一父三子的家庭因为一个女人的到来而彻
底改变的故事。

●《白云之下》上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
开幕影片，获 2019年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最

佳艺术贡献奖， 讲述了一对蒙古族牧民夫妻因

生活追求的不同而陷入生活困境。

●《偷马贼：时间之路》2019年釜山国际电

影节开幕片。 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上，一位失去
父亲的少年与母亲的旧爱相识，这个笨拙却充满

正义感的男人，给少年的生活带来了变化。

●《栗树林故事》全片采用胶片拍摄，画面

如同油画一般。 年迈的木匠和村庄里最后一位
卖栗人在边境树林里相遇。 两个孤独的灵魂带

着对旧日生活的回忆，衡量对未来的选择。

●《特征可识别》获 2020年美国圣丹斯电

影节世界剧情长片单元最佳电影。 墨西哥母亲
玛格达勒娜前往美墨边境寻找失踪的儿子，路

途中遇到了被美国驱逐出境的米格尔。

现实共振
●《现代启示录》美国电影大师科波拉改

编自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影片初

剪版就在戛纳电影节赢下金棕榈大奖。 此次展
映的是杜比视界+杜比全景声版。

●《祝福》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 4K全
新修复，主角祥林嫂由著名影星白杨扮演。本片

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经典修复计划最新成果， 入
围 2020戛纳电影节经典单元。

●《银行家》根据两位非裔美国企业家的真
实故事改编。 在上世纪 50年代种族歧视严重的

美国， 二人通过雇佣白人作为他们对外谈判的
“脸面”，成功收购了两家白人银行。

●《扎娜》入围 2019年加拿大多伦多国际

电影节新发现单元。在巴尔干半岛一个小镇上，

媳妇卢米迟迟未怀孕， 被焦急的婆婆带到村庄

里有名的“神医”处求助……

●《孟加拉制造》23岁的女孩思慕在孟加

拉国达卡的一家服装厂当纺织女工， 每日忍受
着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不平等待遇。 为了改变处

境，她决定发动同事们成立工会，维护工人的权
利。 （赵玥 整理）

上影节这 15部电影值得一看

跟着片单
来次银幕之旅

  昨天，第 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

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电影企业，上海电影集
团在永福路 52号举办了“初心之地，上影之

夜”活动，中影集团、博纳影业、光线传媒、腾讯
影业、阿里影业、猫眼娱乐、北京文化等众多行

业龙头企业的负责人齐聚现场，为中国电影复
苏打气。贾樟柯、高希希等一大批知名导演在

现场分享了他们的创作故事。

创作，毫无疑问是实现电影人梦想的基
石，“初心之地 上影之夜”活动发布的第一个

亮点，就是上影集团未来重点投入的 25部影
视剧，《1921》《繁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猎

狐行动》等十分引人期待，内容储备强大。
其中，建党 100周年的重要献礼片《1921》

已于 7月 1日开机，这部电影的主拍摄基地就
在上海车墩。由上影集团出品，王家卫监制的

剧集《繁花》也将于车墩取景拍摄。不久前，由

贾樟柯导演执导的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入围第 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

这部作品很快将隆重推出。
当晚，上影集团还宣布将从今年起与上海

国际电影节创投项目展开深度合作，共同促进
电影内容创作上的质量提升，为中国电影注入

新鲜血液。

此外，上影集团与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化
社区和视频平台哔哩哔哩正式启动战略合作，

包括联合开发、设计、推广、运营影视等视频内
容。同时，与苏浙沪有关单位共同发起“长三角

一体化文化体验创新基金”。上影集团还与上
海昊浦影视文化公司现场签订了相关收购意

向，未来将扩大规模，打造以高科技为鲜明特

征的影视基地。 首席记者 孙佳音

2020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 特别报道

牵手哔哩哔哩 发布重磅片单

上影集团为电影复苏助力

  “在老家村庄里住了三
个多月，每天过着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已经
成了一个农业人。一下子来
到大城市，来到上海国际电
影节，有点不大适应。”第
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首日，“电影学堂”迎来中国
电影名家———导演、制片
人、作家贾樟柯。几分俏皮
的开场白之后，专程从家乡
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来到
上海的贾樟柯，与业内人士
和影迷诚恳地分享了自己
在疫情期间的生活和创作，
以及关于电影本身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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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樟
柯

喜欢被称为
电影工作者

■ 《现代启示录》

■

《扎
娜
》

■ 《城南旧事》

■ 《栗树林故事》

■ 《银行家》

回乡生活 有点甜
通过社交网络，贾樟柯在疫情期间爆爆米

花、锄草、种田的田园生活，被不少影迷津津乐

道。谈及这段田园生活，贾樟柯说，这既是写作
工作的调剂，也让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新的理

解。“中国为什么这么有韧劲，跟我们有广阔的
农村有关。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人都有个老

家，我们还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后方。农村是中

国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要保护我们的农村，
当国际动荡、社会危机的时候，它对我们国家

的战略意义，就体现出来了。”
农村生活对贾樟柯本人的电影创作，也有

着积极意义。贾樟柯说：“疫情期间回乡生活，给
了我很多新的认识和思考。做电影，就是表现自

己作为一个个体对于你所处的生活的反应。这
些崭新的感受，会反映在未来的电影里。”

始终挂怀 大银幕
疫情期间，贾樟柯还应希腊塞萨洛尼基国

际电影节之邀，创作了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

的短片《访客》。因为出入不便，贾樟柯就在自
己的办公室，与摄影师以及两个演员一起，总

共四个人，用一台手机拍了一天，就完成了 3

分多钟的《访客》，反思了疫情带来的人们社交

方法的改变。

但似乎贾樟柯还是更偏爱“长片”和电影
院。他说：“我相信经过疫情之后，电影工作者

能够拍出更有电影感的电影，能够拍出更加适
合在大银幕看的电影。因为我们经过一百多天

没有电影的日子，我们重新理解了这个媒介，

重新理解了怎么展示这个媒介，电影院的美感
在哪，美学在哪。”他相信疫情对观众的影响同

样是深远的，“半年没有电影的日子，我觉得对
观众来说，或许已经深切体会电影院的仪式感

跟互联网的区别。”

寄语青年 要扎实
提到电影创作者与电影观众之间的关系

时，贾樟柯动情地说：“经常有人说，贾导你的

电影特别不顾及观众，其实这个话是错的。我
特别看重观众，但是角度不一样。大部分电影

是希望讲一个故事给观众，对我来说，我觉得
希望拍一部电影，都是让观众过一段生活，过

一段沉浸式的生活，体验一种人生。当你带着

这样的理想去拍电影的时候，你就能找到你电
影中人物所有需要的细节、质感。”贾樟柯说，

那些关于坐什么车、走什么路、穿什么衣、说什
么话、吃什么饭，那些电影里的柴米油盐，让他

与他的观众形成了一种默契。

作为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场“电影学

堂”，贾樟柯最后这样跟年轻电影人说：“我特
别喜欢‘电影工作者’这个词，是因为带有某种

劳作的感觉。”他说自己喜欢一个字一个字写

剧本，一张脸一张脸选演员，一个景一个景选
场景，“坐在那思考、拍摄，到后期一个镜头一

个镜头剪起来。始终不要忘了我们是劳作的
人。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更不能因为荣誉失

去一个劳动者的本色，失去对劳动的热爱。”
首席记者 孙佳音


